
農業觀點

一、 前言

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導 致 全 球 經 濟 衝
擊，不只商業、金融及運輸等產業受
到影響，漁業系統下 3 大子系統中的
人類系統及管理系統亦受到明顯的衝
擊，影響層面涵蓋整個國家產業，也
包括小型漁捕社區。國家層面如阿根
廷的漁業是該國第 8 大出口部門，占
國家 GDP 的 2.9%，與超過 85 個國際
市場都有貿易關係，但受疫情影響，

預期今年的出口將比去年下降 30%，
約損失 5.6 億美元的價值；同樣為漁
獲出口大國的挪威，4 月前疫情大爆
發前出口量大增，但到 4 月其漁獲銷
售量比 3 月減少 3 萬噸，也比去年同
期減少了 7%，海鮮貿易額則比 3 月
減少 1.4 億美元。小型漁捕社區層面
如印度孟買許多小型魚市，均因港口
關閉，大量漁船無法出海，原本支持
當地社區的漁業活動全數禁止，居民
僅能以積蓄或零工維持生計。

新冠肺炎
漁業各級產業

陳奕臻 1 田政倫 1 張水鍇 1

衝擊全球

註 1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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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漁業各級產業從生產到消費
的供應鏈都受到疫情的衝擊，其衝擊
可分為 5 方面，包括：（一）漁業活
動因魚價或需求降低而減少或陷入困
窘；（二）水產養殖業因未來的不確
定性而產生多方面的衝擊；（三）製
造商、市場及貿易因需求改變而必須
調適；（四）價值鏈面臨的工作環境
問題，以及（五）管理及政策執行的
調整需求。本文參考聯合國糧食及農
業組織（FAO）在 2020 年 4 月 26 日更
新的一篇報告（http://www.fao.org/
documents/card/en/c/ca8637en），
並補充相關市場資訊，將目前漁業及
水產養殖供應鏈所遇到的危機依以上
5 個項目進行概要介紹。

二、 漁業捕撈活動減少或陷入困窘

Global Fishing Watch 在 2020 年
5 月 12 日指出，與前 2 年平均相比，
截至今年 4 月 28 日，全球漁船活動
下降約 6.5%（以中國漁船最明顯），
而在世界衛生組織（World Heal th 
Organization, WHO）宣布疫情大流
行後甚至下降將近 10%，但這個估計
只針對 24 公尺以上的大型漁船，數量
眾多的小船的影響都還沒考慮進去。
以出口為主的漁業（如英國、愛爾蘭）
及高價值漁業（如龍蝦漁業）受到的
衝擊似乎最大。許多原因造成漁業活
動下降，除出口量減緩之外，也包
括船上衛生措施難符合要求（如難以

維持安全工作距離及戴口罩），漁業
物資（如餌料、漁具及冰等）供應下
降，因邊境關閉而造成勞工移動限制
及短缺（尤其是外籍勞工）等。在地
中海和黑海地區，各國的野生水產品
生產量下降了 75%，由於通路停止，
養殖產量也大量降低；捕撈漁業的作
業漁船數量減少高達 80%，在某些地
區的小型沿近海更下降到只有 10% 以
下漁船在作業，研究顯示最大困難是
無法符合社交安全措施。日本宮城縣
氣仙沼港鮪釣漁船約有 70% 船員為印
尼籍，原定每年 4 ∼ 5 月至印度洋捕
撈大目鮪和南方黑鮪，但在政府限制
外國人入境下，漁船缺少船員，只能
待在港內。

疫情持續衝擊加深業者對未來生
計的擔憂，以加拿大為例，加拿大部
分漁民在螃蟹捕撈季前的 5 月上街表
達對今年蟹價、捕撈限制和政府補助
的不滿，包括在餌料、捕撈許可等營
運成本加總下，今年的螃蟹價格難以
平衡成本，而隔離措施也造成加工廠
能處理的漁獲量減少，船上難以維持
社交距離造成出海作業困難，以及目
前紓困方案以產業及工廠為主，並未
照顧到生產者等。加拿大的漁民則擔
憂低迷、高度不穩的魚價造成漁民出
海意願下降，也不確定今年停止捕撈
後未來是否可能重回行業，政府雖有
漁季延後政策，但也擔憂未來會產生
的漁季衝突（如蝦漁業和螃蟹漁業的
選擇），以及後續加工廠是否有足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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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觀點

人力維持運作，若有疫情爆發導致關
閉工廠，向其出售漁獲的漁民也可能
被迫休漁，導致整體食品供應鏈發生
危機。

（一） 養殖業受未來不確定性衝擊
因市場萎縮，水產養殖業

者無法販售漁獲，亦無法平衡
巨額的養殖成本。其中以出口
為主的養殖魚（如鯰魚，以中國
和歐盟為主要輸出地）受到市場
困境及運輸限制問題最嚴重；
而貝類養殖（如牡蠣）則主要受
餐飲業及零售業關閉影響；運
輸限制不僅影響到出口，魚市
場也因貿易限制而縮減，此情
形未來將導致更嚴重的產量下
滑；與捕撈業相同，養殖業也
面臨邊境封閉所導致的勞工缺
乏問題。

以緬甸為例，緬甸的水產
養殖和漁業部門都正遭受出口
貿易崩潰的困擾，歐盟和北美
約占緬甸水產養殖和漁業出口
額的 45%，而中國和泰國則占
剩 下 的 5 5 % ， 在 疫 情 衝 擊 下
的國境封閉，所有訂單都已取
消，工廠開始萎縮，隨著 4 月
和 5 月損失增加，緬甸漁業產
品加工者和出口商協會預計停
止所有 6 ∼ 8 月與漁業和水產養
殖相關的活動，而此段時間漁
民倘無法再補充魚苗，則水產
養殖部門將面臨更長的中斷。

（二） 製造商 / 市場調整以因應需求
改變

漁業產業相當倚靠餐飲業發
展，由於目前的多數公共場所封
閉，缺少學校及餐廳的大量採
購，以及高價值生鮮魚的消費，
多數魚產品價格出現下跌趨勢。
由於囤貨搶購，冷凍及罐頭魚產
品銷量則顯示上升，但在未來原
物料因市場緊縮減少下，仍可能
出現供應問題。由於航運及國境
限制，運輸成本亦會上升，將造
成更長的儲存時間，產品的浪費
和經營成本逐漸增加，這些都會
對產業鏈中的製造商、市場及貿
易造成衝擊。例如日本旅遊的外
國遊客人數急劇下降、外出就餐
的需求下降，造成海鮮等高檔
食品的交易減少或價格下降，
日本豐洲市場漁產品市場 4 月
10 ∼ 16 日之鮮魚平均日處理量
比去年同期下降約 30%，鮪魚
數量是去年平均的一半，其國內
平均批發價格也下降了近30%。

（三） 價值鏈面臨的工作環境問題
漁 業 價 值 鏈 工 作 環 境 面

臨的問題包括漁船及市場 2 部
分，除了船上難以達成安全社
交距離措施外，由於對隔離的
要求，漁民需有更長的時間被
限制在海上，而在靠港時多數
國家入境政策也不允許其上岸
或停港，如臺灣遠洋漁船先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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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臨模里西斯港口停靠限制，
以及北蘇門答臘居民拒絕中國
大陸漁船停靠在當地港口。市
場方面，部分漁產品市場的衛
生條件不足及難以限制活動的
條件下，市場可能成為疫情爆
發的熱點而成為關注議題。在
漁業價值鏈中勞工狀況方面，
許多漁業人員可能不符合一般
的 補 助 對 象 ， 包 含 家 計 型 漁
業、個體戶等，因此未來若出
現第二波疫情的衝擊時，可能
會發生飢餓與貧窮問題。

（四） 管理及政策執行調整需求
疫情另一方面也造成資源

評估的減少或延後，許多國家
及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觀察員
計畫也因此停止或放寬要求，
導致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擔憂。
而國境封鎖對於國際組織舉行
會議討論漁業管理議題造成限
制，同時對於漁業監控中心的
影響就類似於 2013 ∼ 2016 年
在 東 非 伊 波 拉 疫 情 爆 發 時 一
樣，發生缺乏人力資源投入的
窘境；除此之外，在缺乏漁船
監控管理措施狀況下，非法捕
撈情況也可能會增加，尤其目
前因入境政策，漁船需有更長
的時間在海上活動，對於轉載
的需求也將比平常更高。

雖 然 全 球 經 濟 因 疫 情 措 施 而 停
滯，但聯合國也認為反而提供漁業永

續發展的機會。疫情發生前，全球水
產品出口強勁，從 2013 年的 1,360 億
美金增加到 2017 年的 1,520 億美金，
其中一半來自於開發中國家，但這波
疫情使西班牙北部部分港口的蝦類價
格僅達過去的 10%、印度輸中國大陸
蝦產品下降 15%、阿根廷水產品輸出
下降 30%、馬爾地夫鮪魚輸歐全面暫
停等，整體上今年因需求下降已造成
出口至少減少三分之一。這個現象對
全球 940 萬漁民造成嚴重衝擊，特別
是其中 90% 來自開發中國家的漁民。
然而聯合國也認為這是全球超過 3 成
過漁的海洋資源得以恢復並永續利用
的轉機。海洋漁業補貼金額（主要為
用油補貼）估計達 200 億美金，聯合
國建議各國政府重新考量如何使用這
些經費來強化責任漁業行為、永續漁
業管理、水產品可追溯性及打擊非法
漁捕，以讓漁民可從海洋資源得享長
久永續的利益。

三、 結語

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，對漁業
及產業鏈造成前所未有、既深且廣的
衝擊。FAO 的疫情報告及本文所補充
的資訊，只是顯示並提醒疫情對漁業
各層面可能有的影響，對這首次發生
的衝擊尚無解決之道，還需研究單位
及執政者集思廣益，針對各問題尋求
防範惡化及解決的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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